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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他，曾是一名强壮精悍的防暴警察，在
青春岁月实践着守护一方平安的梦想。

然而，命运的车轮从来没有轨迹可循。
一次偶然，他站上了三尺交通岗，这一

站就是13年。
依然是守护一方平安，可需要面对的，却

是每天琐碎、平淡并且重复到几近心烦的工作。
风吹日晒，雨雪寒霜。在这个舞台，他默

默坚守。
今年，43岁的他，不再年轻、不再精壮，可

站在岗上的他，却始终警姿飒爽，犹如雪松，
坚强而执著地挺立在城市街头，渐渐成了十
字路口一道特殊风景，一道有温度的风景。

他就是“全国爱民模范”、“全国优秀人
民警察”——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五大队
民警杨华民。

老杨的“专属”世界
如今在郑州，提起交警杨华民，几乎成

了人人都知道的“城市名片”。
5 月 16 日，在杨华民进京参加全国公安

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前夕，记者
前往采访。

这些年，有关老杨的故事已经听了太多

太多。
传说中，最“烦人”交警是他。
曾在一次执法过程中对一个违法司机

敬礼100次的，是他！
自创“提前拦截法”、“加速法”，化解“堵

王”路口交通难题的，是他！
被无数司机、行人竖起大拇指称赞说

“这个交警真好”的，是他！
……
一个人真能把工作干到这份儿上？“传

说”听的越多，记者心里的问号越多！
带着质疑，记者打定主意做一次“侦探”。
虽然事先将采访时间敲定在了中午 11

点，可清晨 6 点 50 分，记者已经悄悄来到花
园路和农业路十字路口。

6 点 56分，一身警服的杨华民到岗了。此
时，路上的车流还不算多，双向通行顺畅。

7 点整，记者点开微博，果然，老杨微博
上的及时路况已经更新。

7 点10 分，车流渐增，远远的那个身影
开始有条不紊疏导交通，左转、伸臂、打手
势……一系列标准的动作一气呵成、纯熟干练。

7点35分，路况进入“早高峰”，汽车的发
动机声，逐渐升高的气温，使整个路口充满

了躁动。
“不要动，不要慌，带小孩的更不要慌。”

在这个十字路口一站就是3年的老杨最清楚
这里的路况和人流情况，也最清楚如何指挥
那些面带焦急和烦躁的人们。他一边大声提
醒路人，一边打着手势指挥交通，成为这个
十字路口最忙的人。

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当中，杨华民
不停地往返跑动，吹着哨子，打着手势，动作
刚劲有力，宛如舞蹈。

8时30分以后，机动车慢慢有所减少，可
路口周边的斑马线上依然热闹，杨华民走到
路边，开始和行人、电动车“较劲”：

有步履蹒跚的老人经过，老杨会快步上
前扶一把；有牵着幼儿的母亲经过，他会刻
意为母子遮挡一下拥挤的人流；有违章的电
动车，他毫不留情拦住；路边停放的电动车
不到位，他吃力地挪动……每一个动作，都
带着惯常的熟稔，自然妥帖。

记者悄悄走近他，越来越炽烈的艳阳下，
可以看到杨华民背后慢慢渗出的汗渍。

虽然忙碌，可他黝黑的脸上始终带着耐
心和真诚的微笑，略显粗糙的皮肤，印着风
吹日晒的痕迹。

9点12分，老杨已经忙了两个多小时，没
有喝过一口水。可即便隔着树荫，在暑热蒸
腾下，记者却已经渴得嗓子冒烟。

几个小时看下来，看着老杨始终心无旁
骛、专注交通的身影，记者发现，自己的“偷
窥”其实没必要——

突然就信了，杨华民从来就不是媒体
“堆”出来的典型，他实实在在就是一个踏实
工作的人。

站在三尺交通岗上，那就是老杨专属的
世界。

我就喜欢这工作
中午11点，在路口临近单位的一个简易

休息室内，采访正式开始了。老杨完全没发
现眼前的记者已经盯了他一个上午。

“这么热的天，你怎么一直都不喝水？”面
对记者没头没脑丢过去的第一个问题，杨华民
有点意外，可他还是憨厚的一笑：“上岗太忙，
不喝水，就可以不上厕所，节约时间。”

“不喝水，怎么受得了？”记者问。
“没事，早习惯了。最忙的时候，我试过

在岗上 16 个小时不喝水，没事，真没事。”老
杨回答得很是轻松。（下转第二版）

沿着杜甫的足迹，从西安继续向
西北行进，记者一行来到了甘肃省天
水市。杜甫在这一带生活半年时间，
却留下了 117 首诗歌，是其生平绝无
仅有的。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张忠纲
认为，杜甫在陇右的半年不仅是其人
生的重大转折期，也是诗圣诗歌创作
的重大转折期。

5 月 11 日至 14 日，记者一行行走
于杜甫曾经到过的南郭寺，踏上诗圣
曾经登临的麦积山，并对杜夫子书
房台等遗址进行考证，收获颇多。

“陇右以前，杜甫主要是直叙时事，
记写他人，字里行间多是关于政治、
社会的。到陇右以后，他主要是通过
自己的感受来折射时代风貌，由家国
转向自我，由社会转向自然，行走于
这里的山川古迹，写下了大量山水纪
行诗。陇右时期是他生活与思想的
转折期，也是他诗歌创作的转型期，
在他一生的经历与创作中有着特殊
的意义！”在甘肃采访期间，中国杜
甫研究会理事、天水杜甫研究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天水师范学院教授
聂大受对于杜甫在陇右的半年给出
这样的评价。

陇右半年作诗超百首
“杜甫在陇右的影响力超过了

任何一位历史名人，不仅仅南郭寺里
有官方纪念杜甫的诗史堂等场馆，民
间也存在着子美阁、杜夫子书房台等
诸多遗址和纪念物。”在火车站接站
时，聂大受的话让记者感受到了杜甫
在这里的特殊地位。

聂大受所在的天水杜甫研究会是
全国除河南、四川外，颇具影响的杜甫
研究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他们对
于宣传杜甫不遗余力，每年至少举行
一次以上的学术研究或纪念活动，其

出版的《诗圣与陇右》、《杜甫陇右诗
集》等受到当地群众追捧，一纸难求。

提到杜甫与“陇右”的关系，聂大
受这样解释：唐代的“陇右”，辖境延至
河西走廊及周边青海，（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5 月 28 日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科
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新科
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步伐加快，我国
科技发展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也面对
严峻挑战。必须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
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建立健全科学合理、
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创新体系，激发全
社会创造活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会议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全
面落实科技规划纲要，以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
展紧密结合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科技
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支撑
引领作用，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为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成为世
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突
出重点、务求实效。要围绕科技与经济
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强化企业技术
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立企业主导产业
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要提高科研
院所和高等学校创新服务能力，强化协
同创新，加强统筹协调，优化结构布局，
推进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强化科技资源

开放共享，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协调发展的机制，提高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统筹发挥政
府调控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完善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制
度和科技评价、奖励制度，形成激励创
新正确导向。要加强高水平领军人才和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海外优秀人
才，支持归国留学人才创新创业。要建
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标准，加强
科研诚信建设，营造科学民主、宽松包
容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激发广大科技人
员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落实和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科技创新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十字路口站成一张“城市名片”
——交警杨华民的马路人生

本报记者 陈思王红

诗圣行吟陇右迎来人生重大转折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文 李焱 图

本报讯（记者 陈思 李
颖 通讯员 刘继勋）连日来，
二七区120余名组工干部纷
纷走进农村、社区、企业和
社会组织，面对面与居民、
员工、企业主唠家常、交朋
友，发放调查问卷 1000 余
份，征集加强组织工作“金
点子”30余个。

“三讲三提升”活动中，
二七区以实施“三实”工程
为载体，强化学习培训、
建立评比机制、增强实践
锻 炼 ，打 好 自 身 建 设“组
合拳”。

设立“两个课堂”，增强
实力。设立了业务知识、素
能知识“两个课堂”，着力培
养“复合型”组工干部。周
四下午为“业务课堂”，部机
关干部轮流讲业务、谈心
得，练好“内功”，实现业务
知识“一口清”；结合市委、
市政府阶段性中心工作，每
月开办一次“素能课堂”，全

体组工干部参与，邀请发改
委、农委等部门领导及院校
学者授课讲解相关领域知
识，优化组工干部知识结
构，提高组工干部参与中心
工作、落实中心任务能力。
目前，围绕支部建设、城市
管理等内容，先后开办16期

“业务课堂”、3 期“素能课
堂”。依托“两个课堂”，举
办了“三讲三提升”培训班，
开展了“三讲三提升”征文
评比和业务知识“大会考”。

争创“三面红旗”，增强
实效。开展了争创工作创新
集体、工作落实集体、先进
工作者“三面红旗”争创活
动。分类制定了 20 大项 60
小项“三面红旗”争创标准，
建立了月评选、月流动的工
作机制，每月授旗，让组工
干部争创有标准、学习有标
杆，形成比、学、赶、超的浓
厚氛围。围绕“三面红旗”争
创活动，（下转第三版）

三讲三提升三讲三提升

全国政协调研我市
大运河保护申遗工作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27 日至 28 日，全国政
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范钦臣、周国富、刘徳
旺率全国政协大运河河南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
作组，到我市调研大运河郑州段保护和申遗工
作。省市领导吴天君、龚立群、王璋、李秀奇、丁世
显、刘东、党普选、李新有，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秘
书长张建国等陪同。

工作组先后来到汉霸二王城、荥阳故城、纪信
庙和大运河通济渠荥阳故城段等处进行考察，现场
听取大运河郑州段保护与申遗工作开展情况及下
一步工作计划介绍。

中国大运河是历史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
程最长的人工运河，是经国务院批准的 2014 年
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历史上的大运河
郑州段运河包括两段，即西段和东段，均是隋唐
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段为洛河入
黄河段，东段为黄河经郑州惠济区至开封段。
去年 3 月通过的“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将大运河郑州通济渠荥阳故城段确定
为“立即列入项目”。该河段位于惠济区，即今
日的索须河部分河段，西起丰硕桥，东至索须河
与贾鲁河交汇处，长约 15 公里,是通济渠河道保
存较为完整、历史风貌较为协调的重要河段。
荥阳故城、洛河洛口段和洛口仓遗址作为后续
项目列入名单。

申遗工作启动以来，我市根据大运河保护
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关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
工作部署，编制并公布实施了《郑州市大运河遗
产保护规划》，组织编制了《大运河通济渠荥阳
故城段保护整治方案》。同时，河道保护、环境
整治、绿化、考古勘探、档案建设、保护法规编
制、监测体系建设、展示宣传等申遗各项相关工
作也在稳步推进。

工作组对我市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希望郑州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
好大运河郑州段及相关遗产点的保护、管理和申
遗工作。

郑州 8 部作品
摘省“群星奖”

《手舞四季》将赴“我要上春晚”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日从市群艺

馆获悉，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一届河南省“群星
奖”音乐舞蹈比赛中，我市参选的舞蹈《手舞
四季》、《青衣·青花》、女声独唱《桐花颂》等 5
部作品获得金奖；舞蹈《再唱红梅》等 3 部作品
获得单项一等奖，成为本次活动的最大赢家。
其中，舞蹈《手舞四季》已被确定为参加全国

“群星奖”的推荐作品。同时应中央电视台邀
请，今日赴京参加《我要上春晚》栏目的节目
录制。

每三年一届的河南省“群星奖”，作为省内
为群众文化艺术设置的最高赛事，参与人数
众多，艺术水准高，一直备受大众关注，是被
公认的群众文化艺术的“奥林匹克”。本次是

“音乐舞蹈类”比赛，我市共收集原创音乐作
品 47 件、舞蹈作品 63 件。经专家严格审慎的
评选，共选出音乐作品 8 部，舞蹈作品 12 部参
加全省复评，最终有 6 个音乐作品、8 个舞蹈作
品入围总决赛，是本次参赛代表团中入选节
目最多的一个。

到农村 进社区 访企业

二七区百余组工
干 部 问 计 基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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